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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老龄问题正成为全球的一个突出问题。有鉴于此, 联合国

适时地将 1999年定为国际老年人年, 其主题是� 建立一个不分

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。在我国, 到 2000 年人口即将进入老龄

化,老年人口基数大, 老龄化速度快,社会经济发展相对不足是

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。针对这种情况, 我国政府、社会和老

年人自身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呢? 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发展是

应对这个挑战的可行对策之一。老年人过去是社会发展的主

力,与年轻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, 是理所当然的。但他们现

在是否还可能,或应该继续参与社会发展, 与年轻人一起共享

参与的欣慰,看法就不一样了。本文将根据老年心理学的一些

资料,就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发展的可能及有关问题谈一点看

法。

1 � 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与基础

1�1 � 保持较好的认知功能可补偿减退较早的认知功能 � 与速

度及空间关系整合有关的液态智力随增龄减退较早, 表现于知

识、理解、判断力等的实用性晶态智力老年人保持较好!1∀,后者

可以补偿前者的不足。机械记忆力是一种液态智力, 成年人到

三四十岁就减退了。我们训练老人利用� 制造意义联系法 , 运

用已往的知识经验(晶态智力 ) , 把属于机械记忆的� 无关联想

学习 变为有关意义联系, 使之成绩提高了 71%就是一个例

证!2∀。Salthause研究了优秀的青年和年老的打字员的打字成

绩,他发现打字中包含的� 击键速度 技术成分, 老打字员明显

慢些, 但他们仍表现出优良的成绩,其原因在于他们采用将要

打的文本看得更多些(以知识为基础的晶态智力)来补偿扣击

速度(液态智力)的减慢。还有一类工具性补偿, 比如老年人用

助听器补偿听力的衰退, 用电脑打字代替因手抖而书写困难

等。这正是很多老年人虽然有的认知功能已有减退但仍能继

续做出重要贡献的机制。

1�2 � 老年人认知功能有相当大的可塑性与潜能 � 70 年代以

来,国际和国内都有相当数量的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可塑性的研

究。其结果一致表明,老年人( 60~ 80 岁)经过学习或训练, 其

某种记忆或智力测验成绩可达到未经训练的青年人水平。以

老年人认为最苦恼的记忆减退为例, 我们的研究表明, 通过一

次建立意义联系的训练, 老年人的平均记忆成绩可提高

37� 9% ,相当于未经训练的青年人水平!2∀。吴振云等采用高效

记忆术� 位置法 训练三次, 在慢速呈现刺激的条件下, 老年人

的记忆成绩可提高至原成绩的几乎 5倍(从平均 3�59 个提高到

17� 32个) !3∀。Schaie的著名纵向研究看到,对经过 14 年研究已

经证明认知功能是衰退和认知功能保持稳定的老年人进行认

知训练,训练材料是推理测验和空间定向测验。结果表明, 经

过训练, 老年人已衰退的认知功能可以得到逆转, 尚未减退的

认知功能可以得到提高!4∀。这说明老年人甚至已衰退的心理

功能都有一定的可塑性, 有相当的储备能量, 而且还有学习新

事物的可能性。以上研究都表明, 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如果训

练、锻炼和使用, 是可以保持或提高的。

1�3 � 老年人实用性日常认知能力随增龄保持较好 � 近年来国

际上出现了不少关于老年人实用性日常认知能力的研究,结果

一致发现, 和实验室研究的认知能力比较起来, 老年人的实用

性日常认知能力保持较好。最近,我们研究组对成年人现实生

活问题解决进行了研究。结果看到, 在对诸如疾病、退休、提职

称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方面, 老年人( 60~ 74 岁) , 甚

至老老年人( 75~ 85 岁)平均得分和年轻人一样高, 仅在所提出

方案的数量上老老年人略少于年轻人。与需要根据实验情境

采取适当策略解决问题的实验室作业比较, 和青年人的差距明

显小些!5∀。在日常生活记忆方面,也看到对日常生活熟悉的地

名回忆成绩较一般实验室记忆要好, 和青年人的差距也要小

些!6∀。以往对老年人的实验室研究都是采用与实际生活无关

的材料或问题,以致出现老年人成绩明显差于青年人的结果。

新近的研究都表明,老年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记忆和

思维,即日常认知能力或实用性智力都是保持得相当好的。

1�4 � 老年人具有和年轻人相等的智慧 � Baltes 等 ( 1995)对被

认为是有智慧的老年人 (平均 64 岁) , 有社会经验的老年临床

心理学家(平均 66 岁 )和相匹配的非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 (平

均 68岁)以及相应的聪明年轻人(平均 29 岁)进行智慧能力测

试。测试任务是对一个两难生活问题以及一个好友决定要自

杀问题回答应如何安排处理。他们用 5 条评定标准, 由经过训

练的评定者评分。结果看到,著名智慧老人的成绩和过去研究

证明是智慧最高水平的临床心理学家一样好!7∀。一直到 80

岁,老年人的智慧成绩都和年轻人没有区别。其他的智慧研究

也有类似的发现,即年龄和智慧之间没有联系, 任何年龄的人

都有智慧的回答。关键的变量是对所提出的问题有丰富的生

活经验。世界上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很多都是年过 60 岁的老年

人,我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很多都是老年人, 这些老年人和某

些年轻人一样富有智慧。

1�5 � 有专长的老年人对与专长有关的知识或技能和有专长的
年轻人差不多 � 在操作速度、学习新事物等许多有关基本信息

加工过程任务上,年轻人比老年人干得明显强些, 但许多 60 多

岁和不少 70多岁的老年人对需要作出复杂决定、抽象推理和

记忆许多知识的工作却能持续承担。研究者的解释是, 这些老

年人用他们的专长补偿了他们的缺陷。也就是说, 通过多年的

经验和实践,他们积累了关于解决问题和作出决策的许多办法

的知识宝库,这就使他们面对问题时能以跨越年轻人需要越过

的不少步骤。有学者认为, 专长的高峰在中年期, 然后很缓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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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降。Morrow 等研究了老年飞行员(平均 66�6 岁)和年轻飞

行员(平均 29�0 岁)对模拟空中交通控制常规的反应。结果表

明,老年飞行员重复改变航向、高度和速度的指令(需要较复杂

的关于数字和不同类型词汇如高度的∃上升% 、∃英尺% 的短时记

忆能力)的操作, 做得和年轻飞行员相差很小。飞行员复述数

字和词汇的准确性比非飞行员好得多。老年飞行员对航向复

述的准确性和青年飞行员一样好, 并比青年非飞行员明确强

些。对高度和速度复述的准确性虽比青年非飞行员明显好些,

但比青年飞行员却稍差一些,而这种差距比青年非飞行员和老

年非飞行员间的差距要小得多!8∀。有专长的老年人熟悉专业,

能发挥一般年轻人不能发挥的作用。

1�6 � 大多数老年人仍保持相对完好的自我, 能自我调控其行
为 � 老年人虽然对新鲜事物的开放性比青年人下降, 但他们的

神经质分比年轻人低, 和谐性分比年轻人高, 外向性和认真负

责方面与年轻人相近,都表明他们情绪稳定, 能与人友好交往,

对目标任务自觉安排。除自觉记忆等能力下降外, 精神状态、

自我力量和自我意识都和年轻人相近, 自尊和自制还比年轻人

强些。这都是心理健康并能继续有成效地作出贡献的基本条

件!9, 10∀。最近,李川云研究了老化态度对老年人记忆作业的影

响。老年被试首先自我估计对随后记忆作业所能完成的数量

(自我效能)并进行记忆测验。然后采用直接思维法, 即要求一

组老年人尽量多地写出人到老年时的优势或优点, 然后估计自

己的自我效能,再进行记忆测验。另一组老年人先估计自我效

能并进行记忆测验与前者相同,而直接思维的内容则与前者相

反,即要求他们尽量多地写出人到老年时的衰退或劣势, 然后

估计自我效能,再进行记忆测试。结果前组老年人思维后的自

我效能估计和实际记忆成绩都比思维前明显高些, 而后组恰好

相反。随后测试的老化态度和情绪状态得分也是前组比后组

显著积极些。这一结果说明,用直接思维法启动了对老化的正

面或负面态度,可以影响老年人的自我效能(主要是自信心和

努力程度)以及情绪状态, 从而促进或降低了其记忆成绩。老

化态度也可以影响他们的活动和生活。例如,对老化的看法是

老年人可以创建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春天, 他就会主动安排生活

活动,参与社会发展, 并从中享受乐趣和实现自我价值。研究

和实践表明 ,我国绝大多数老人的心理状态是好的, 个性是健

康的,其自我调节机能是正常有效的。

1�7 � 家务劳动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� 孟家眉等!11∀在调查

北京市散居老人的贡献时,将家务劳动也包括在内。很多老人

生活在三代家庭中, 买菜、做饭、洗衣、带孙子, 整天忙碌不停。

孟家眉调查 2 783老人, 某中参加家务劳动的最多, 占 49�8% ,

比参加全日社会劳动( 18�1% ) , 部分时间社会劳动( 8�7% ) , 社

会服务性或学术活动( 1�6% )的都多。女性老人 60%从事家务

劳动, 仅 10% 从事社会性劳动。男性老人 40%从事社会性劳

动, 30%参与家务劳动。从事家务劳动的老人大多数认为自己

受到尊重,能参与家庭决策, 其他调查也得到类似结果。老年

人从事家务劳动,支持家人工作, 广义地说也是一种社会性劳

动。家务劳动使她(他们)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, 受到人们尊

重。家务, 也可以说是很多老年妇女的一种专长技能, 家政包

括烹饪、营养、育儿等多种专门知识,是一项专业。

综上所述, 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具有相当大的潜能, 日常认

知保持较好,他们中的很多人有丰富的专长知识经验和技能,

不少人富有智慧, 其优势可补偿他们部分可能衰退的认知功

能,他们具有继续参与社会发展并作出对国家有益贡献的可能

和心理学基础。

2 � 关于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年龄考虑
记忆研究发现,三四十岁的成人机械记忆力减退, 60 多岁

的人与 50多岁的人记忆力没有明显的差别, 都是机械记忆力

减退,而意义记忆力保持, 70 多岁以后包括意义记忆力也衰退。

现实生活问题解决研究中看到,对现实的和实验室的问题解决

作业, 60~ 74 岁以上的年轻老年人的成绩均和 40~ 59 岁的中

年人基本一致, 其成绩均明显优于 75 岁以上的老老年组!5∀。

成年人视觉搜索反应时年龄差异研究表明, 中年组比青年组,

老年组比中年组的平均反应时约慢 200 ms, 而老老年组(平均

79 岁)比老年组(平均 66 岁)慢约 400 ms。可见年轻老年人和

年老老年人差距之大。有关心理健康的研究方面也发现年轻

老年组精神状态良好,而老老年组在某些方面有明显下降。家

务劳动在 80 岁以后 70% 的老人也不再参与。据此, 老年人参

与社会发展应以年轻老年人为主。对于部分学有专长、身体较

好的老老年各类专业人员, 还应发挥其优势, 为国家继续作贡

献。同时, 研究已经证明, 适当的工作对于老年人的心身健康

有促进作用,有益于他们的健康老龄化。这对老年人自己和国

家及社会同样是重要的。

3 � 老年人在参与社会发展中地位

过去, 老年人对于社会发展已经发挥了主力和骨干作用,

退离休意味着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如上所述, 老

年人是社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,还有可能和必要发挥他们的智

力资源。例如,江苏省 80 年代中期兴起的 500 家民办科技企业

中,72%的创办人和技术顾问都是老年科技人员, 他们对企业

的兴起和发挥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。实践证明, 启用老年人是

投入少,收效快, 与国与民都有好处的事业。但是, 老年人也应

当想到,按照自然规律, 身体和心理机能还是要衰退的, 知识技

能也在老化,社会地位已经变化。因此,要积极参与社会发展,

同时也要适当估价自己的作用。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发展应

注意以下几点: ( 1)要加强学习 ,跟上本领域和时代的发展。老

年人在这方面是能够学习的。( 2)要善于和年轻人合作, 并向

他们学习,以便更好地做好工作。( 3)除少数智慧老人外,可能

主要参与咨询、顾问、开发服务或某些具体业务工作。( 4)适当

工作可促进心身健康,但不宜参加压力过大、过度紧张的工作,

否则影响身体健康,导致无法继续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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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
� � 衰老机理的研究目前已从整体水平、器官水平、细胞水平

发展到分子水平, 生物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学说!1∀, 从不同角度

阐述衰老的机理,尤其是线粒体 DNA( mtDNA)突变与衰老关系

研究异常活跃,己成为国内外研究衰老机理的热点之一。本文

提供近年来国内外对 mtDNA突变与衰老关系研究的发展信息。

1 � mtDNA的结构与功能

线粒体属于半自主性细胞器, 有自己的 DNA 及独立的蛋

白质合成体系,参与细胞的遗传和分化。人类线粒体基因是一

环状双链的核外 DNA!2∀,具有自我复制、转录和翻译的功能, 两

条链中重链富含 G 碱基, 轻链富含 C 碱基, 重链的复制起点

( OH)与轻链的复制起点( OL)相距约2/ 3的 DNA分子, 两条链的

启动子( PL、PH)则位于大约 1 000 bp 的非编码区,即 D环。mtD�

NA包装非常经济,除了三链状 D环外, 其他均为编码基因且排

列紧密,无内含子, 并且有部分区域可重复使用。比较不同种

系之间的mtDNA 的一级结构,发现 D环区为可变区, 极少有同

源性,而且参与的碱基数目不等。基因编码区域为保守区, 不

同种系间 75%的核苷酸具同源性!3∀。

mtDNA编码 13 种多肽的 mRNA,以形成 4种复合物参与氧

化磷酸化,还编码 22 种 tRNA和 2 种 rRNA ,均为线粒体内蛋白

质合成所必需。13 种多肽链包括 NADH 脱氢酶的 7个亚单位,

辅酶Q�细胞色素 C氧化还原酶的一个亚单位(细胞色素 b) , 细

胞色素 C 氧化还原酶的 3 个亚单位以及 ATPase 6 和 8 两种亚

单位!4∀。所有mtDNA 编码的多肽都是线粒体能量产生通道及

氧化磷酸化的亚单位。

氧化磷酸化包括 5 种酶复合体 ( I�V) , 均位于线粒体内膜

内。复合物&包括 40多种多肽, 其中 7 种来源于 mtDNA( ND1、

ND2、ND3、ND4L、ND4、ND5、ND6) ;复合体∋包括 4 种核多肽;复合

体(包括 11种多肽, 其中细胞色素 b( CYB)由 mtDNA 编码; 复

合体 IV包括 13 种多肽, 其中 3 种即细胞色素 C 氧化酶 1、2、3

( CO1、CO2、CO3)来自 mtDNA; 复合体 V 至少包括 13 种多肽, 有

两种多肽( ATPase 6和 8)来自 mtDNA。这些复合体其余的亚单

位则由 nDNA 编码!5∀。

mtDNA的 rRNA和 tRNA基因为线粒体蛋白合成提供结构

RNA, 也是 13种多肽的表达所必需。线粒体 rRNA在基本结构

特点上不同于细胞质 rRNA; 沉降系数小: 鸟嘌呤与胞嘧啶含量

较低,属于 A�U 型;甲基化碱基含量低。线粒体 tRNA亦属 A�U

型,此外, 还含有一定量的稀有碱基,但含量比细胞质 tRNA 少。

线粒体能量转导系统的功能性装配有赖于 nDNA和mtDNA

的共同表达,尽管 mtDNA只合成约 10% 的线粒体蛋白质,但线

粒体蛋白质合成体系的产物均为呼吸链正常功能所必需!6∀。

2 � mtDNA的修复机制
主要有两种 DNA 损伤修复机制!7∀。

一种为切除修复机制, 可以修复不同类型的 DNA 损伤。

首先,损伤 DNA片段被切除, 然后 DNA 聚合酶以未损伤链为模

板复制正确的核苷酸序列以填补形成的空缺。有几种酶参与

上述过程, 而线粒体内存在上述过程所需的糖苷酶、核酸内切

酶、DNA 聚合酶和 DNA连接酶, 因此, 线粒体通过该机制可修

复某些 DNA 损伤。

第二种修复机制是通过转移酶识别突变核苷酸, 并将该突

变核苷酸清除,如甲基化核苷酸。

切除和转移修复机制均可清除烷基化核苷酸, 例如 N�7 烷

基鸟嘌呤核苷酸、N�3 烷基鸟嘌呤核苷酸及 N�3 烷基腺嘌呤核

苷酸,有数种糖苷酶参与清除核 DNA烷基化核苷酸。O�6 和 O�

4 烷基化嘧啶,则是由一种特殊的转移酶清除。

关于线粒体烷基化核苷酸修复活性了解极少。最近,有学

者研究证实线粒体切除修复机制可以清除 N�7 甲基鸟嘌呤。

mtDNA中也存在 O�6 甲基鸟嘌呤转移酶修复机制。但不同于

核修复的是不能清除 O�6 丁基鸟嘌呤。对于其他的突变核苷

酸,如 N�3 或O�4 烷基化核苷酸,线粒体没有修复机制,因此, 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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